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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耳石臼間輪推估獎章科稚魚 ( 絢仔魚 ) 之日成長率

陳宗雄

Daily Growth Rate of Larval Anchovy (Sto/ephorus zo/lingeri

and Engraulis ja ρoni ca) E s tima ted from Daily Ring of Otol i 出 .

Tzong-Shyoung Cheng

To understand the daily

September

growth rate of "bull-ard" ,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a-Chi during 1987-May 1988. e3Fi results are summarized 在S

follows:

1. Two major species in "bull-ard" were found in the north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They WE 】

aboundant in Spring, the latter was in Autumn.

2. The shape of otolith of these two speCies

:re and Stole ρIwrus zollinger; . The former was

of Engraul i s Japoni ca were more

Stolephorus zollingeri.

Tne size of otolith of mgraulis ja ρ onica was smaller than that of. Stolephorus

for same body lenght class.

compactly and orderly

The rings in the otolith

ar ranged than those of

was different.

zollingeri

πleans of Peterson's hod and dist ribution of Tlngs3. By sampling metl

group, the rings were estimated to form 1 r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s of daily ring and body length, the growtn

&zgraulis japonica was calculated to be O.738mm/day in Spring and O.592rnm/day

in Autumn, and that of Stol� ρhorus zollingeri was O.868mm/day in Spr

O.856mm/day in Autumn.

From the

rate of

109

Key words:Otolith, Daily rir 旬 , Growth, Engrazclis japoni 呵 , Stoleohorus

zo II i nger i -

前 雷

黨科魚類稚仔魚佔本省稚仔魚產量之絕大部份 0,2,3,4) ; 讀科魚類又為許多沿岸組游性魚類

之餌料魚 , 其量之多寡將影響其他沿岸魚類之產量 (5) , 因此對齡黨科魚類稚仔魚之推估將有助於本省
其他沿岸魚類資源研究 : 而本研究旨在以耳石日周輸數與體長之關係推測其成長率 , 以做為自後評估
此資輯之參考。

一 57 一



、

4

.

智、

照片 (1- A) 黨科魚類主耳石及副耳石 (X2 側 )
Plate (1 - A) Main and Secondary otolith of EngrauIidae (x200)

。

照片卜 B 黨科魚類副耳石 (X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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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於 1987 年 9 月至 1988 年 5 月於台灣東北沿海勵仔魚主要產地 , 大溪 ( 更新 ) 撤市場做連續
定點標本踩集 , 標本採集後即到以 70% 酒精固定。標本先做體長、體重測定後 , 再以 Dingerkus and
Uber 0977) (參考沖山 1982)(61 方法染色並根據陳 0987)(7 吃窩科稚仔魚識別法鑑定種類商後解剖
取耳石。耳石取出後便以Euparal (阿拉伯膠 ) 固定於載剖片 , 以 x 2000 顯微鏡計棚輸徑長度及輪紋
獸。有關日周輪歐之研判是參考址.0983)( 酌 , 麥谷 0982)191, Ronad and cole (1986) 間 , Radtke
and Dean (1981)(111 及Tseng and Y u (1988)

(

山等文獻。由於黨科之耳石有主副耳石各一對 (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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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因其副耳石細小 ,
且其輪紋模糊不清楚是以本報告是踩用主耳石。圖 l 為耳石輪徑計制方法反

日周輪之判別之範圈。

結果與討論

一、黨科稚仔魚主要種攝組成之季節變異

分析1987 年 9 月 -1988 年 5 月本省東北角相訪所採獲之黨科仔稚魚標本計497 尾 , 發現主要魚種為
日本黨及左氏銀帶蝶兩種 , 如表 l 所示。表中顯示黨科主要種類隨季節有所變化 , 春季 4-5 月是以
日本黨魚為主要種頭 , 秋季 9-11 月則以左氏銀帶館為主要種類。由於春華之左氏銀帶蝶及秋季之日
本黨量均甚少 ,

因此在統計上可靠性低 ,
在本報告中僅供參考。

bZ
司
開
耳
目0
月

UPPER

('

r
自
己
HE
凶

hmDL

舟
,

月

LOWER

耳石輪徑削定位置。

斜線為日周輪計算區。
Fig. 1. Method of measurement of otolith.

Daily growth rings were counted at shadow part.

圖 1

二、日本黨與左民銀帶歸之耳石計量形質差異
(一)
為瞭解日本黨及左氏銀帶館之耳石長、短徑對體長成長差異 , 將所測得之標本片種類及季節之不

同區分為四組 ,
求其長徑、短徑與體長之關係如國 2 一 3 。由圖可知不論春季或秋季左氏銀帶館長徑

歧短徑對體長之迦歸程式斜率 (相對成長率 ) 均較日本黨者為高 , 顯示在相 [司體長下左氏銀帶蝶之五
石較日本黨成長快速。

仁)
為暸解日本無與左氏銀帶際之耳石長對短摔成長差異性 , 將所測得之標本侵種類及季之不同區分

為四紹
,
求其短得對其徑對之成長關係如國 4-5 。兩國可知不論春季或秋季左氏銀帶際短禪對長徑

週崎程式斜率 (相對成長率 ) 均為較日本黨者為低 ,
顯示在相向大小之耳石下左氏銀帶館之耳石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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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東北沿海鱉科種類組成月別
1able 1 Konthly species co.position of Engrau1idae,catch in tbe northeastern

vaters of Taiwan.

Species
Konth Sωlφho1'US zollinge 而 Engraulis j 呼。" 的

1987
Sep 91.2 (%) 8.8 (%)

Oct 92.5 (%) 7;5 (%)

Noy-

1988
ApJ'

87 (%) 13 (%)

40.7 (%) 59.3 (%)

Kaf 7 (%) 93 (%)

本黨者細長。

三、齣仔魚日成長率推估

←勵仔魚耳石 H 周輸之鑑別

魚類耳石日周輪形成開始時間隨魚種不同而有所變化 , 且日周輪之形狀也隨種閑之差異、飼育蝶
件、成長皆段等有所不同 ; 因此在自然環境下成長之動仔稚魚 ,. 無法控制其各種成長因素 , 故有接 H

輪之形成 ; 對日周輪之判別更為之困難。棍據認為接日輪之形成是稚魚在發育過成其背索宋端

上屆加大、游詠能力增強、攝食能力增大、成長速度增加, 而反應在日輪鬧鬧。如照片 2 所示 , 在第

..

.4}' 喝&

照片 2 擺 R 輸
Plate 2 Pseudo.ring

11 輸以後輪紋間隔加大 , 尤其在第 16-18 輸更為明顱
, 此即為擺 li 輸。由於這種接日輔之確定 , 對於

野外所據集之仔稚魚耳石 , 日周輪鑑別更趨於正確。在本文前述由計量形質已分出日本黨與左氏銀帶

館兩種之耳石差異性 , 此種發現有助於黨科蜘仔魚日周輸之鑑別 ( 照片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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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井 3-A 左氏銀帶轄耳石
Plate 3 - A Otolith of Stole 少 hoTUS zolli.,

到�eri.

照片 3-B 日本黨耳石
Plate 3 - B Otolith of Engraulis ia, ρ onzca.

臼輪紋形成時間之推估

為瞭解動仔魚耳石形成一輪所需時間 , 分別將 4 、 5 、 9 、 10 及 11 月所採集標本 , 解剖取耳石 ;
計測其輪紋轍 , 並根撮 Peterson 氏之連續定點標本採集推測成員模式 ,

而輸出各月份輪紋數組成變
化 ,

姐姐 6-8 所示。由國中顯示 4 月 12 日所採之標本其輪紋數以 17 輪為高峰 , 而在 4 月 22 日之標本
其輪紋數以 25 輪為高峰踩集日期間隔為 10 天 , 而輪紋高峰間隔為 8 輸 , 也就是形成一輪所需時間為
12.5 天。 5 月 10 日所操之標本其輪紋數以 17 輸為高峰 , 而在 5 月 16 日之標本其輪紋數以 22 輪為高峰 :
揖集日期間隔為 6 天 , 而輪紋窩蜂間隔為 6 輸 , 也就是形成一輪所需時間為 1 天。 9 月 22 日所採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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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 in November 1987.

本其輪紋數以 20 輸為高峰 , 而在 9 月 28 日之標本其輪紋數以25 輪為高峰 ; 採集日期間隔為 6 天 , 而輪
紋高崎間隔為 5 輸 , 也就是形成一輪所需時間為 1.2 夭。 10 月 12 日所操之標本其輪紋數以 17 輪為高峰

, 而 10 月 22 日之標本其輸紋數以 26 輪為高峰 , .踩集日期間隔為 10 天 , 而輸紋高峰間隔為 9 輸 , 也就是
形成一輪所需時間為 1.1 天。而 11 月份踩集兩次 '11 月 8 日及 11 月 21 日踩集日期間間為 13 天 , 也許攤
撞死亡率過寓 , 無法在 13 天以後躲到足夠量與 11 月 8 日同一出生群標本 , 無法推估輪紋形成所需時間
。據址:(8) 以人工飼育日本報計欄目輸歐與孵化後之日數關係為 N=0.98*D-3.1 r =0.99. N 為輪紋

擻 'D 為孵化後之天獸 , r 為相關係獸。由此結果推測輪紋是孵化後第 3 天形成 , 形成一輪所捕時間
為0.998-1.05 天 , 約為一天。而本報告使用 Peterson 氏之定點連續標本蝶、集 , 所分析之輪紋形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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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Length frequency composition of "bull-ard" catch in November 1987.

LENGTHS 了'ANDARO

間為 1 -1. 25 天 , 與 (8) 所計測結果近似。由於本報告前述己說明春季 4-5 月以日本黨為主要種 , 秋季
9-11 月以左氏銀帶館為主要種 ; 是以 4 一 5 月之仔魚日周輪組成取日本麓 , 其輸紋形成所需時間推
估為1.1-1.2 天 ; 9-10 月之鯽仔魚只取左氏銀帶鏢 , 其輪紋形成所需時間推估為 1.1-1.2 天。因此日

本捕及在氏銀帶際之輪紋形成所需時均估計為一天 , 故一輪紋亦可稱為一日周輸。
臼日成長率推估方法比較

1. 由體長組成推估 , 胡仔魚成長率
為瞭解勵仔魚之成長率分別將 4 、 5 、 9 、 10 及 11 月所採集標本 , 測定體長並根據 Peterson 氏

之連續定點標本採集推測成長模式 , 而繪出各月份體員組成變化 , 如國 9-11 所示。由國中顯示 4 月
12 臼所採之標本其體長以 17mm 為高峰 , 而在 4 月 22 日之標本其體最以 23mm 為高峰 : 採集日期間隔為 10

天 ,
而體長高峰問輛馬 6 咽 , 也就是成長率為 0.6mm/ 頁。 5 月 10 日所據之標本以 18mm 為高峰 , 而在 5

月 16 日之標本體長以 22mm 為高峰 ; 採集日期間隔為 6 天 , 而體長高峰間隔為 5 珊 , 也就是成故率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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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1 個/ 夭。 9 月 22 日所踩之標本其體長以20- 為高蟬 , 而在 9 月 28 日之標本其體長以 26 圖為高峰 : 據
集日期間間為 6 天 , 而體長高峰聞研為 5 恤 , 也就是成率為0.833_/ 夭。 10 月 12 日所採之標本其體長

以 17- 為高峰 , 而 10 月 22 日之標本其體長以 26I11III 為窩蜂 : 踩集日期間隔為 10 天 , 而體長高峰聞聞為 9
間 , 也就是成長篇0.9_/ 天。而 11 月份國無法躲到足夠標本無法推估成長率。因此春季以日本續為主

之慟仔魚長率為0.6-0.83 岫/ 天 ; 秋以左氏銀帶峰為主之蝴仔魚其成長率為0.833-0.9mm/ 天。
2. 由自周輪歡與體長之關係推佑動仔魚之日成長率
如圖12 寸 3 為日本積及左氏銀帶 , 靡之耳石日周輪與體長之過歸關係 .x 軸衰日周輪擻 .y 軸衰標

車體長 ; 因日周輪可表白齡 , 因此亦為日齡與體長之迴歸程式 , 故其斜寧可衰日成長率。國中日本黨
春季日齡與體長之迴歸程式為SL=0.738 * N +6.033 相關係數為0.930 ' 教季日齡與體長之迴歸程式
為SL = 0.592 * N+9.723 相關係數為 0.849: :左氏銀帶標賽季日齡與體長之過歸程式竄 SL =0.868 *
N +3.963 相關係數為0.868 .秋季日齡與體長之迴歸程式為 SL = 0.856 * N +4.199 相關係數為0.901 .

其中 SL 為標晶體體 'N 為自齡 , 因此日本黨春季成長率為 0.738_/ 天 , 秋季成長率為 0.592 圓 / 天 ; 在
氏銀帶 , 學春季日成長率為 0.8681111D/ 天 , 軟季成長率0.856_/ 天。由此

, 顯示不請春季或秋季左氏銀帶
, 奮之成長率均鞍日本續為快速。

摘 要

為暸解動仔魚日成率 ,
自 1987 年 9 月一 1988 年 5 月於台灣東北沿岸鯽仔魚主要產地頭城大溪論市

場做連續定點標本踩集 , 分析、研究 ,
其結論如下 :

一、台灣東北沿海大漢附近海域所產之動仔魚 , 春季以日本黨為主 : 秋季以左氏銀帶館為主。
二、日本黨與左氏銀帶 , 票之耳石輪紋之形質上及其成長上均有所不同 , 前者之輪紋細密而後者則寬闊
。在相同體長上前者之耳石較後者略小。

三、由自周輪數與體長之關係計算出日本續春季之平均每日成長 0.738 咽 , 秋季平均每日成長 0.592 阻

。左氏銀帶, 華春季每日成長Q.868 咽 , 秋季每日成長0.856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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